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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  要 ：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，数学教学中可以在创设情境 、命题探究 、处理习题 、拓展阅读

材料等时机融入数学文化 ，以讲数学故事 、插入微视频 、信息技术模拟 、编写试题等方式融入数学文化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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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问题提出
数学不仅是思维的科学 、科学语言与工具 ，还

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．数学教学除了要让

学生感悟数学的科学价值 、应用价值 ，还要让学生

体会数学的文化价值 ．数学文化是数学的思想 、精

神 、语言 、方法 、观点 ，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 ；还

包括数学在人类生活 、科学技术 、社会发展中的贡

献和意义 ，以及与数学相关的人文活动 ．
［１］教师在

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 ，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

数学的兴趣 ，还能陶冶学生的情操 、启迪学生的智

慧 ；使学生在感受数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 ，坚定数
学信念 ，形成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 ．随着我国数学

课程改革的深入 ，数学课程已经加入了很多数学
文化的内容 ，如何将其有效落实在教学中 ，就成为

教师需要思考的课题 ．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
哪些时机 ？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入数学文化 ？本文

将结合案例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些讨论 ．

2  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的时机
2 ．1  在创设情境中融入数学文化

在数学教学的开始 ，很多教师都会通过创设
情境导入新课 ，这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，也

有助于问题的提出 ．数学教学中的情境与其他学
科不同 ，从类型来看有现实情境 、数学情境以及科

学情境等 ；从学生的熟悉程度来看 ，有熟悉的情

境 、关联的情境和综合性情境 ．在教学设计过程

中 ，当教师发现教学内容的背景或知识本身包含

一些数学史或数学文化的内容时 ，就可以考虑以
数学文化为素材来创设关联的情境 ，以达到融入

数学文化的目的 ．以数学文化为背景的情境既具
有现实情境的生动与鲜活 ，又兼有数学情境所包

含的前后知识之间的衔接与延伸 ，如果使用恰当 ，

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，促进学生对数学知

识的理解 ．

 图 １       图 ２

在高中“基

本不等式” 的教

学中 ，有的教师

会创设数学情

境 ，即从初中学

习过的完全平

方公式出发 ，由
（a － b）２ ≥ ０ ，通过变形得到 a２ ＋ b２ ≥ ２ab ．也有

教师会从数学文化出发来创设情境 ，相比较起来 ，

后者更加生动有趣 ：在教学开始 ，教师先向学生展

示 ２００２年在我国北京召开的第 ２４届国际数学家

大会的会标（图 １） ，并介绍会标设计的出处和内

涵 ．它是依据我国古代著名数学家赵爽在研究勾

股定理时所用的弦图（图 ２）为原型而设计的 ，其
颜色的明暗使它看上去有较强的立体感 ，像一个

风车在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代表 ，同时也向
世界展示了我国古代数学家取得的伟大成就［２］

．

在学生了解这一文化背景后 ，教师再向学生
呈现图 ２ ，正方形 A BCD 内有 ４个全等的直角三

角形 ，如果设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的长为 a ，

b（a ≠ b） ，那么正方形的边长为 a２ ＋ b２ ，４个直

角三角形的面积和为 ２ab ，正方形的面积为 a２ ＋

b２ ．由图形容易发现 ，正方形 A BCD的面积大于 ４

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之和 ，于是有不等式 a２
＋

b２ ＞ ２ ab ．如果运用几何画板演示 ，可以直观看

到 ，当四个直角三角形变为等腰直角三角形 ，即
a ＝ b时 ，正方形缩为一个点 ，此时图中心的空白

消失 ，这时就有 a２ ＋ b２ ＝ ２ab ．从此情境出发 ，提

出本节课要研究的问题 ：一般地 ，对于任意实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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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，b ，我们有 a２ ＋ b２ ≥ ２ab ，当且仅当 a ＝ b时 ，等

号成立 ．这里以赵爽的弦图为情境提出问题 ，生动

自然 ，既向学生介绍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数学研究

成果 ，又渗透了数形结合思想 ，使学生对基本不等
式的内容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．

数学教学中 ，很多数学知识都有其产生的历

史与文化背景 ，教师只要用心挖掘 ，并将其运用到

情境创设中 ，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．

2 ．2  在命题探究中融入数学文化
在数学教学中 ，除了数学概念外 ，有关数学公

式 、定理等命题教学占有很大的比重 ．命题表达的
是一种数学规律 ，它是很多数学家经过艰苦努力 、

不断探索才获得的 ．即使是对同一问题的探索 ，不

同的数学家也有不同的探索轨迹与研究思路 ，因

此很多数学命题中也包含丰富的数学文化 ．但在
一般的中学数学教材中 ，往往只介绍某一种探索

命题的思路与方法 ，命题背后更多的数学文化以

及探究思路还需要教师挖掘和学生课外自己去学

习 ．在数学教学中 ，教师可以根据命题内容及特点

积极开发与之相关的课程资源 ，并将数学文化与

数学知识教学有机融为一体 ．一方面 ，通过数学文

化向学生展示数学命题产生的背景 、发生与发展

过程 ，使学生能从历史的视角认识数学命题 ；另一

方面 ，让学生从多元文化视角思考问题 ，了解不同
方法探究命题的特点 ，从不同视角理解数学

命题［３］
．

以球的体积公式探索为例 ，人教版教材采用

类比求圆面积的方法给出了球的体积公式的推导

过程［４］
：把球的表面分为 n个小网格 ，连结球心 O

和每个小网格的顶点 ，整个球体就被分成 n个“小

锥体” ．当 n越大时 ，每个“小锥体”的底面就越平 ，

“小锥体”就越近似于棱锥 ，其高越近似于球半径

R ，体积 V ≈
１

３
SR ．由于球的体积就是 n个“小锥

体”的体积之和 ，而 n个“小锥体”的底面积之和

就是球的表面积 ，所以球体积 V球 ＝
１

３
S球 R ＝

１

３
× ４πR２

· R ＝
４

３
πR３

，所以得到球的体积公式为

V球 ＝
４

３
πR３

．

在数学教学中 ，很多教师基本上是按这样的

思路推导球的体积公式 ．如果深入考察 ，会发现在
推导球的体积公式方面 ，我国数学家也有杰出的

贡献 ，教学中教师可以将这些内容适时融入教学 ，

 图 ３

使学生对我国古代数学家的智

慧也有所了解 ．刘徽是我国魏

晋时期伟大的数学家 ，他在《九

章算术 ·开立圆术》 注中指出
了原有球体积公式的不精确

性 ，并着手探索球的体积公式 ．

在此过程中 ，他引入了“牟合方
盖”这一著名的几何模型（如图 ３ ，是指正方体的
两个轴互相垂直的内切圆柱体的贯交部分） ，并得

到了球体积与牟合方盖体积之比为 π ∶ ４ ，如果求

出牟合方盖的体积 ，球的体积即可攻破［５］
．尽管刘

徽最终没有得到球的体积公式 ，但却为后人进一

步探索打下了基础 ．

祖暅继承了刘徽对球体积的推导工作 ，从计

算牟合方盖的体积来寻求突破 ．但他没有把精力
放在计算牟合方盖体积本身 ，转而计算牟合方盖

与正方体之间的“外棋”的体积 ．正方体除去牟合

方盖之外的部分恰好为 ８个完全相同的几何体 ．

祖暅在继续刘徽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，进一步发展

了截面积原理 ：“缘幂势既同 ，则积不容异 ．”此截

面积原理被称之为祖暅原理［６］
．

  图 ４ 图 ５ 图 ６  

具体步骤为 ：在图 ４ 中 ，OP ＝ r２ － a２ ，

S PQRS ＝ a２ ．在图 ５中 ，S阴 ＝ r２ － S PQRS ＝ r２ － a２
＝

r２ － （r２ － h２
） ＝ h２

．这时构建一个倒放的四棱锥 ，

使其与“小方盖剩余”符合“祖暅原理”（图 ６） ．在
图６中 S阴 ＝ h２

，即图６的四棱锥的体积与“小方盖

剩余”的体积相等 ，得 V ＝
１

３
r３ ，V小方盖剩余 ＝

１

３
r３ ，

V小方盖 ＝ r３ －
１

３
r３ ＝

２

３
r３ ，V牟合方盖 ＝

２

３
r３ × ８ ＝

１６

３
r３ ．得到牟合方盖的体积后 ，再根据刘徽所得比

例关系 ，即可得到球的体积公式为
４

３
π r３ ．

在数学命题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 ，使得命题
教学不再只是抽象的逻辑推理 ，教师通过对数学
家事迹的介绍 ，剖析不同的求解思路 ，可以开阔学
生视野 ，使学生在获得数学知识的同时 ，切身感受

到我国古代数学家前赴后继 、孜孜以求的探索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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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 ，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 ．

2 ．3  在处理习题中融入数学文化
在数学教学中 ，习题有多方面的作用 ：对学生

而言 ，可以通过完成习题作业巩固知识 、提高技

能 ；对教师而言 ，可以检查和诊断学生的学习情

况 ，为后续教学决策提供参考 ．随着我国数学课程

改革的深入 ，数学教材中很多习题的面貌有了很

大的变化 ，有的习题就是以数学文化为背景而提

出问题的 ．对于这类习题的教学 ，教师除了关注问

题的解决 ，还要对习题中包含的数学文化进行拓

展解析 ，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 ，数学文化素养

也能有所提升 ．

在 ２０１３ 年人教版《义务教育教科书 · 数

学》（八年级下册）中有一个关于漏壶的习题 ，题

目为一道选择题 ，要求选出漏壶的壶底到水面的

高度与漏水时间对应关系的图象 ，其中涉及到有

关古代计时器的内容 ，是一道典型的有着数学文

化背景的题目 ．在这道题的教学中 ，若忽略与漏壶

有关的数学文化 ，由于问题本身的求解并不是很

难 ，学生可以通过排除法很快得到正确答案 ．如果

这道题的教学到此结束 ，那么它的教育价值并没

有完全发挥出来 ．如果教师能够注意到本题中与

漏壶有关的数学文化背景 ，并将其融入到这道习

题的教学中 ，那么教师就要在备课时围绕古代计

时器查阅有关文献 ，将漏壶计时器所包含的数学

知识与数学原理弄清楚 ，以便在解题教学中向学

生介绍漏壶计时器的发展变化和包含的数学原

理［７］
．从漏壶计时器到今天各种计时工具的产生 ，

无一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与科技的进步 ．通过数

学文化的融入 ，这道习题的学习不仅让学生增长

了知识 ，提高了能力 ，还在情感 、态度与价值观等

各方面都有了发展 ．

数学教育承载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、发

展素质教育的功能 ．对教材编写者而言 ，将一些数

学文化作为习题的背景 ，凸显其良苦用心 ，但能否

在教学中将其教育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，还需要教

师下一番功夫 ．在数学习题教学中 ，当出现有数学

文化的内容时 ，教师要适时将数学文化融入其中 ，

使学生在知道问题背景和渊源的基础上 ，再投入

到解题活动中去 ．

2 ．4  在拓展阅读材料中融入数学文化
数学教材浓缩了历史上创造的数学文化的精

华 ，最大限度地将数学知识按学生的认知结构和

身心发展规律进行逻辑化 、系统化的处理 ，是学生

学习 、分析探索 、发展数学素养的基本素材 ．
［８］ 在

目前各类版本的数学教材中 ，除了有系统的数学

知识 ，还通过“阅读与思考”“数学史料”等专题栏

目插入了很多数学文化的内容 ．在数学教学中 ，这

些内容是融入数学文化较为直观和具体的素材 ，

但由于篇幅所限 ，教材中数学文化的内容都比较

短小精练 ，还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 ，对其做进一步

的挖掘和扩充 ，以这些阅读材料为依托向学生渗

透数学文化 ．

在人教版高中教材函数概念学习中 ，教材在

“阅读与思考” 中简单介绍了函数概念发展历

程［９］
．教学中教师可以围绕这一阅读材料 ，让学生

利用图书馆或网络查阅更多与函数概念有关的资

料 ，使学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函数概念发展过程 ，

特别是对于函数概念的七次扩张 ，有一个更为详

细的了解 ．最初的“函数”与“幂”同义 ，１６９２年莱

布尼茨在论文中用函数表示随曲线变化而改变的

几何量 ．约翰 ·伯努利对函数概念进行了第一次

扩张 ，他提出 ：由一个变量 x与常数构成的任意表
达式 ，称为 x 的函数 ．后来 ，欧拉把按照这种定义

的函数称为“解析函数” ，并进一步区分为“代数函

数”和“超越函数” ．在“解析函数”的基础上 ，由于

对连续函数积分的讨论 ，使得函数的范畴扩大到

几何学 ，并依据曲线是否能用一个表达式表示来

区分“真函数”和“伪函数” ，傅里叶纠正了这种对

函数的认识 ，使人们放弃“真函数”和“伪函数”的

概念 ，此为函数概念的第二次扩张 ．第三次扩张由

柯西提出 ，他认为 ：对于 x 的每个值 ，都有完全确

定的 y值与之对应 ，则称 y是 x的函数 ．这时的函

数不再受限于用一个表达式表达 ，这比“真函数”

的概念更为广泛 ．在此基础上 ，黎曼 、狄利克雷取

消 x 和 y 的关系能否用解析式表示出来的限制 ，

给出了更广泛的函数定义 ：若对 x的每个值 ，有完

全确定的 y 值与之对应 ，不管建立起这种对应的

方式如何 ，都称 y 是 x 的函数 ，此为第四次扩张 ．

第五次扩张取消了自变量变域的限制 ，使其与集

合论相结合 ，扩大了近代函数的研究领域 ．接下

来 ，维布伦和伦内突破了函数自变量及函数的范

围仅限于数的局限 ，使函数概念进一步扩张 ．函数

概念的第七次扩张是给出了一种更为广泛的函数

定义 ：集合函数 ．它不仅把维布伦的函数定义作为

一种特殊情形包含在内 ，还包括了现代数学以及

其他学科中所使用的所有函数概念［１０］
．通过对教

材中“阅读与思考”的拓展学习 ，学生对函数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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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化的过程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，在加深对函

数概念理解的同时 ，使学生对数学的精神 、思想与

方法有了更加深切的感悟 ．

数学教材中的阅读材料包含丰富的数学文

化 ，有对某个数学概念发展历程的介绍 ，也有对著

名数学家 、数学名著以及数学名题的介绍等 ．教学

中如果教师能加以重视 ，并精心设计 ，是融入数学

文化非常好的时机 ．

3  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的方式
3 ．1  讲数学故事

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 ，要根据数学文化

和数学内容的特点 ，采取恰当的方式 ．因为数学具

有抽象性与严密逻辑性的特点 ，以致与其他学科

相比 ，数学教学总给人一种刻板和枯燥的印象 ．随

着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学 ，数学课堂的生态有了

显著的变化 ．有的数学文化内容生动有趣 ，有很强

的故事性 ，教师完全可以通过较为轻松的讲故事

的形式展现出来 ．

如等比数列前 n项和的学习 ，其中包含大量

的运算 ，如果直接提出问题 ，很难提起学生兴趣 ．

教师通过挖掘与其有关的数学文化 ，可以从一个

有趣的故事讲起 ．国际象棋起源于古代印度 ，相传

国王要奖赏国际象棋的发明者 ，问他要什么 ．发明

者说 ：“请在棋盘的第 １格子里放上 １颗麦粒 ，第 ２

格子里放上 ２颗麦粒 ，第 ３格子里放上 ４颗麦粒 ．

以此类推 ，每个格子里放的麦粒数都是前一个格

子里的 ２倍 ，直到第 ６４个格子 ．”国王觉得这个要

求不难完成 ，便答应了他 ．假定千粒麦子的质量为

４０ g ，据查 ，目前世界小麦年产量约 ６ 亿吨 ，根据

以上数据 ，请判断国王是否能实现他的诺

言 ？ ”
［１１］ 教师在讲数学故事的同时提出了问题 ，

学生列出了算式 S６４ ＝ １ ＋ ２ ＋ ２
２
＋ ⋯ ＋ ２

６３
，但这

个式子的值如何求呢 ？你觉得国王能否实现他的

诺言 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，学生积极投入到对等

比数列求和的探究中 ．

数学教学中以讲故事的方式融入数学文化 ，

一方面要注意故事的趣味性 ，另一方面不能哗众

取宠 ，为讲故事而讲故事 ．只有数学文化中包含的

故事内容与所学数学知识有密切联系 ，这样的数

学故事才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，让学生产生认知

冲突或得到启发 ，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数学知识 ．

3 ．2  插入微视频
微视频是媒体的一种 ，它具有短小精悍 、直观

生动 、可重复播放 、交互性强等特点 ．随着互联网

技术的快速发展 ，网络上有很多数学爱好者开发

的数学文化类微视频 ，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挖掘

和收集网上的教学内容 ，将它用在自己的教学中 ．

如果条件允许 ，教师自己也可以查阅有关资料 ，录

制一些与课程内容有关的微视频 ，在教学中以微

课的形式插入其中 ，提高数学教学效率 ．

如在初中与高中数学教材的几何内容中 ，一

般都会加入对数学史上的名著《几何原本》 和公

理化方法的介绍 ．教学中有的教师会让学生自己

阅读学习 ，有的教师会自己讲授 ，由于受课堂时间

的限制 ，致使学生对这本名著的了解非常有限 ，对

公理化方法理解也不是很深入 ．如果教师能在网

上找到与《几何原本》有关的微视频 ，并选择内容

贴切 、时间长度合适的微视频在课堂上播放 ，精美

的画面 、丰富的内容会立刻吸引学生 ，这种直观立

体式的融入 ，要比学生自学或教师讲解更加深入

有效 ．

教师在以插入微视频的方式融入数学文化

时 ，要注意视频内容一定要紧扣学习主题 ，而且适

合学生的年龄特点 ．视频的时长要适当 ，画面和音

质要清晰 ，确保科学性和教育意义的达成 ．

3 ．3  信息技术模拟
随着时代的发展 ，信息技术正在对数学教育

产生深刻影响 ，在数学教学中 ，信息技术已成为学

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 ．教师应重视

信息技术的运用 ，优化课堂教学 ，转变教学方式和

学习方式［１］
．在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过程中 ，

对于一些有较强操作性 、但学生较难理解的内容 ，

教师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模拟的方法 ，让学生在观

察和体验中学习数学文化 ，从中感悟数学的应用

价值和文化价值 ．

 图 ７

如在高中椭圆标准方程的

学习中 ，旦德林双球模型是一个

经典案例 ，它不仅巧妙而且有
趣 ，是一个很好的数学文化素

材 ．如图 ７ ，圆锥里有两个大小不
同的球 ，它们分别与圆锥的侧
面 、截面相切 ，与截面相切于点

E ，F ．在截口曲线上任取一点

A ，过点 A 作圆锥的母线 ，分别与两个球相切于点

C ，B ．可以知道 A E ＝ AC ，A F ＝ A B ，于是 A E ＋

A F ＝ AB ＋ AC ＝ BC ．

由于切点之间的距离 BC 是定值 ，所以截口

曲线上任意一点 A 到两个定点 E ，F的距离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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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常数 ．由椭圆的定义可知 ，截口曲线是椭圆［１２］
．

对于空间想象能力弱的学生而言 ，这个模型理解

起来有些困难 ，因此也有教师在教学中不向学生

介绍这一内容 ．为了有效化解学生认识上的困难 ，

教师可以通过 GeoGeb ra或其他软件对这一模型
进行模拟 ，让学生在动态中去观察 、理解旦德林双

球模型 ．

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 ，有的内容只需要
学生简单了解 ，而有的内容则需要学生达到理解 ，

才能发挥其作用 ，也才能使数学文化与数学知识

真正融为一体 ．因此 ，当教学中让学生自己阅读但
无法达到教学目的时 ，教师要发挥信息技术的优

势 ，通过制作一些动态课件 ，模拟生成过程 ，帮助

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文化中包含的数学知识 ．

3 ．4  编写试题
在对学生数学学习进行评价中 ，考试是最为

常见 、也是运用较多的一种评价方式 ．由于评价对
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有很大的导向作用 ，因此考

试题的类型 、难度等因素对教学就有着很大的影

响 ．为了使教师和学生重视数学文化 ，并在教学中

融入数学文化 ，可以通过编写包含数学文化背景
的试题 ，以这种方式融入数学文化 ．

近年来 ，在数学高考题中已经有了很多以数

学文化为背景的题目 ，有研究者对我国 ２０２０年部
分高考卷中有关数学文化的试题从不同视角做了

梳理（表 １）
［１３］

．

表 １  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文化试题统计

卷别与题号 题型 类别 出处 知识点分布

全国卷 Ⅰ文理 ３ *选择题 数学与建筑学 、美学 古埃及胡夫金字塔 正四棱锥的计算问题

全国卷 Ⅱ理 ４ ■选择题 数学与建筑学 北京天坛的圜丘坛 等差数列

全国卷 Ⅱ文 ３ ■选择题 数学与音乐 钢琴的键 数列

山东卷 ４ 煙选择题 数学史料 中国古代测时仪器日晷 立体几何

北京卷 １０ 抖选择题 数学精神 割圆术 、阿尔 ·卡西 正六边形性质 、解三角形

浙江卷 １１ 抖填空题 数学史料 杨辉和朱世杰研究高阶等差数列 数列求和

  从表 １可以看出 ，以数学文化为背景的试题

从题型来看主要以选择题和填空题居多 ，知识点

涵盖立体几何 、数列以及解三角形等 ，其中很多素

材出自我国古代数学文化 ，内容涉及建筑 、音乐 、

计时器等诸多领域 ．在日常教学中 ，教师也可以利

用编制各类试题的机会 ，设计类似有数学文化背

景的考试题 ，将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相结合 ，在考

查学生数学知识与能力的同时 ，让学生对世界各

国的数学文化也能有所了解 ．

4  结语
数学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，它

有着丰富而且深刻的文化底蕴与内涵 ，传播数学

文化是提高公民数学素养的有效途径［１４］
．数学教

学除了要重视数学知识与技能的教学 ，教师还要

寻找恰当的时机 ，并运用适当的方式融入数学文

化 ，使学生在数学学习中获得理性精神的同时 ，人

文素养也得到培养 ，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得到发展 ．

教师可以根据数学教学内容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时

机和方式融入数学文化 ．对教师而言 ，要在数学教

学中很好地融入数学文化 ，必须加强自身数学文

化修养 ，学习更多数学史 、数学哲学以及数学文化

等多方面的知识 ，积极开发各类数学文化课程资

源 ，这样才能在时机出现时 ，以恰当的方式将其融

入 ，提高数学教学的效率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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轴上方且 r A ＝ ８ ，所以圆 A ：x２
＋ （y － ８）

２
＝ ６４ ，而

A ，B ，C三点共线且其斜率为 － １ ，故 lA B ：y ＝

－ x ＋ ８ ．又因为圆 B与 y轴相切且 r B ＝ ８ ，圆心 B
在 y 轴右侧 ，所以圆心 B 应在 x ＝ ８ 上 ，故

y ＝ － x ＋ ８ ，

x ＝ ８
⇒

x ＝ ８ ，

y ＝ ０ ，
从而圆 B ：（x － ８）

２
＋

y２
＝ ６４ ．将两圆方程作差得１６ x － １６y ＝ ０ ，即圆 A

与圆 B 的公共弦所在直线方程为 y ＝ x ．

（２）圆 C ：［x － （８ ＋ ８ ２ ）］
２
＋ （y ＋ ８ ２ ）

２
＝ ６４ ．

命题背景  苹果 logo标志的寓意是一个被
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 ，以此凸显苹果公司的理念

是只有不完美才能促使进步并去追求完美 ．可见 ，

数学文化与艺术形式美的完美契合 ，使得标志艺

术获得了形式上永恒的生命 ．

3  DS标志

 图 ５

例 3  图 ５是法国品牌轿

车 DS 的标志 ，此标志中左右

对称的两条黑色曲线可以近

似地看成双曲线的部分图形 ．

若左边等腰三角形的两腰所

在直线是双曲线的渐近线 ，且

等腰三角形的底约为 ４ 个单

位 ，高约为 ３个单位 ，则双曲线的离心率为（  ） ．

A ．
１３

３
  B ．

１３

２
  C ．

６

２
  D ．２

解析  由于双曲线的渐近线斜率为 ±
b
a ，且

等腰三角形的底约为 ４个单位 ，高约为 ３个单位 ，

则
b
a ＝

２

３
，即 b ＝

２

３
a ，离心率 e ＝

c２
a２ ＝

a２
＋

２

３
a

２

a２ ＝
１３

３
，故选 A ．

命题背景  标志设计发展到今天 ，其内在艺

术已经远远超越了诞生之日的范围 ，尤其是将标

志造型商业化 ，给各个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．在

本题中 DS 是法国汽车工业顶级设计豪华品牌 ，

在法语中乃“女神”之意 ．此标志左右两侧形似字

母 D ，S ，尤其是左右两侧双曲线的运用 ，使得标志

呈现出无法超越的和谐之美 ．

4  绿叶标志

 图 ６

例 4  已知椭圆 x２

a２ ＋

y２

b２ ＝ １（a ＞ b ＞ ０）的面积

为 πab ．某数学爱好者设计

了一个标志 ，如图 ６ ，在矩形
OA BC中有一片绿叶图案标志 ，该叶片由函数

y ＝ cos x ＋ １（x ∈ ［０ ，π］）的图象及函数 y ＝

２

π
π
２
－ x２

（x ∈ ［０ ，π］）的图象围成 ．今向该矩形

内任投一点 ，则该点落在叶片图内的概率为 （  ） ．

A ．
π － ２

４
 B ．

π － １

２
 C ．

π － １

４
 D ．

π － ２

２

解析  由题意矩形面积为 ２π ，函数 y ＝

２

π
π
２
－ x２

（x ∈ ［０ ，π］）的图象为椭圆
x２

π
２ ＋

y２

４
＝

１的
１

４
，该椭圆面积为 ２π

２
．由余弦函数的对称性可

知 ，函数 y ＝ cos x ＋ １（x ∈ ［０ ，π］）的图象与矩形
围成的面积为矩形面积的一半 ，即为 π ，则 S叶片 ＝

１

４
× ２π

２
－ π ＝

π
２

２
－ π ，故所求概率为 p ＝

π
２

２
－ π

２π
＝

π － ２

４
．选 A ．

命题背景  本题以数学文化为支撑点 ，在形

的高度和概括的基础上 ，打破了流于简单的正方
形设计 ，突出了标志的简洁美 ．以清新简洁 、明晰
易记的数学设计 ，使绿叶标志作品富于了变化 ，丰
富了内涵 ，拥有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感 ，实现了
超越时空的传播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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